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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民眾前日為早前示威中的死者舉殯，回程途中被士兵開槍攻
擊。一名醫生向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表示，直升機在天空

上盤旋開槍，殺死15名示威者，但有消息稱共數十人被殺。有目擊者表
示，軍方動用坦克車，向一輛載有兩人的汽車撞去。英國廣播公司引述
一名醫生指，僅其醫院便有45具屍體，900人受傷。

封鎖互聯網 禁外國記者入境
又有報道指出，示威者聲稱已「解放」班加西80%的地區，控制了另

一東部城市貝達，迫使卡扎菲親自派遣兒子薩阿迪帶領部隊前往班加西
一個軍事基地，意圖清剿反對勢力，但反被示威者圍困。據稱，示威者
運用推土機，將軍營的一幅牆撕開。保安部隊以14.5毫米口徑機關槍和
迫擊砲攻擊示威者，造成35人死亡。
另有報道指，卡扎菲幼子哈米斯已率領1,500名精銳部隊，前往班加西

和其他東部城市。當局已經封鎖互聯網，並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利比亞。

暴亂逼近首都 昨再度開槍15死
當地官方報章Quryna報道，班加西約有1,000名囚犯越獄，同時首都的

黎波里也出現越獄事件，4名囚犯被擊斃。利比亞檢察總長阿巴已下令調
查動亂，並加速審判殺人與搶劫嫌犯。
儘管當局接連武力鎮壓，但示威者昨日繼續上街。在距離首都的黎波

里200公里的米蘇拉塔，示威者上街聚集，聲援班加西的示威，顯示暴亂
正向的黎波里蔓延。
數以萬計示威者昨日為死者舉殯，當局再度向他們開槍，造成15人死

亡。
有分析認為，除了東部地區外，利比亞大部分地區對卡扎菲仍然十分

忠誠，加上卡扎菲政權石油收入不菲，大可以銀彈籠絡人心，預計是次
示威未能如突尼斯和埃及般最終推倒政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星期日泰晤士報》

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官員證實，兩艘伊朗軍
艦「阿勒萬德」號和「哈爾克」號定於今日啟
航，經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事件恐怕會觸發
軍事衝突。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形容事態嚴
重，指責伊朗企圖藉此擴大在區內勢力。
今次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首次有

伊朗軍艦駛越蘇伊士運河。較早時，伊朗傳媒曾
報稱軍艦已進入地中海，並向敘利亞進發，但埃
及官員其後否認，澄清軍艦昨日方抵達運河紅海

南端入口，今天才會駛進運河，並於傍晚進入地
中海。

指槍手混入伊朗 圖襲擊遊行
以色列政府上周高調抨擊伊朗軍艦入地中海是

蓄意挑釁，可能會觸發軍事衝突。伊朗則聲稱，
兩艘軍艦只是前往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行動符
合國際法。
伊朗親政府傳媒報道，以伊拉克為根據地的反

對派伊朗人民聖戰組織，已經派槍手混入伊朗，
並計劃襲擊昨日的一次大規模反對派遊行。外電
推測，當局試圖藉此警告民眾，不要上街。
另外，埃及局勢漸趨穩定。全國銀行上星期因

員工罷工被逼停業後，昨日恢復運作，各地民眾
亦開始上班。開羅埃及博物館和位於市郊的吉薩
金字塔等旅遊區，關閉3星期後亦重新接待遊
客。
埃及總統沙菲克前日表示，當局將釋放222名

政治犯，還在獄中的政治犯數目則為487人，又
稱會努力尋找示威的失蹤者。昨日開羅市內仍有
零星示威。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伊朗軍艦今進蘇伊士 恐爆軍事衝突

利比亞反政府示威騷亂持續，當局在多個城市
大舉逮捕數十名外籍阿拉伯國家公民，指他們涉
嫌煽動反政權抗議，並暗指以色列在幕後煽動暴
亂。
官方珍納新聞社報道，被捕人士是「外國網絡

的成員」，指他們曾受訓以「破壞利比亞的穩定、
利比亞國民安全與國家團結」。據消息人士透露，
被捕者包括突尼斯、埃及、蘇丹、巴勒斯坦、敘

利亞及土耳其籍人士。
報道說，被捕者「被控煽動搶劫與蓄意破壞」，

包括縱火燒毀醫院、銀行、法院、監獄、警察局
及憲兵站，還有公務機關與私人物業，以及企圖
「從警察局與憲兵站奪取武器並加以使用」。

報道又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不排除有關行動由
以色列幕後主使。

■法新社

拘數十阿拉伯人 暗指以國煽動暴亂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有2,000多人示威，要求國王穆

罕默德六世下放權力，進行改革、打擊貪污，其他

城市亦有類似示威，警方在場戒備，未有干預。

也門：總統薩利赫提出願與反對派對話，但南部一

名主張分離的反對派領袖被捕。數百名學生連續第8

日在薩那大學外集會，全國示威持續。

伊朗：反對派昨日發起遊行，悼念一周前示威中兩

名死者，官方通訊社稱德黑蘭市內平靜。

沙特阿拉伯：出國就醫的國王阿卜杜拉將於周三回

國，在他離國期間，突尼斯和埃及先後變天，鄰國

巴林亦爆發大規模示威。

突尼斯：突尼斯民眾無視禁令，昨日連續第2天在首

都遊行，要求解散臨時政府，警察向天開槍示警。

當地電視台報道，在前總統本．阿里的總統府內，

發現大量金鑽珠寶和現金。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其他國家局勢發展

示威浪潮在阿
拉伯世界擴散，
除影響美國的戰
略部署外，同時
也叫沙特阿拉伯
不 安 。 分 析 認
為，石油收益豐
厚，加上國王備
受民眾擁戴，沙
特阿拉伯或可對
反政府浪潮「免
疫」，但美國接連
放棄盟友，或會
使沙特不再信任
美國。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石油大國，國王阿卜杜
拉聲望甚高，這些因素令反政府的火苗不易
在沙特燃起。然而，巴林、也門等鄰國掀起
示威浪潮，始終使沙特憂心忡忡。

對埃及亂局 動武決定現分歧
對沙特來說，任何中東友好鄰國出現不穩

定因素，都可能使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
主黨有機可乘。因此當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面
臨鋪天蓋地的下台呼聲時，沙特對穆巴拉克
的忠告就是「向示威者開槍」。不過，埃及軍
方聽了華府指示，沒有向示威者動武；據外
交官員表示，這點叫沙特阿拉伯不滿。

現在示威浪潮蔓延至巴林，事態又到了另
一臨界點。有報道指沙特當局向巴林派遣軍
隊，協助巴林對付示威者，有關報道雖未得
到證實，但沙特絕不會容許巴林王朝倒台卻
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原因是巴林的動亂和什
葉派、遜尼派的衝突有莫大關係，一旦宗教
衝突失控，激發沙特國內的什葉派教徒起來
抗爭，後果不堪設想。

分析認為，一旦華府流露出或會放棄巴林
王室（屬遜尼派）的些微意圖，沙特勢必

「反㟜」，美國和沙特自1945年開始的緊密夥
伴關係或會決裂。 ■《紐約時報》

利比亞兩城被佔
卡扎菲派子平亂

利比亞當局繼續鎮壓示威行

動，在第2大城巿班加西，數

萬人出席日前被槍殺示威者的

喪禮後，保安部隊向人群開

槍。據消息指，估計連日鎮壓

已導致近400人喪生。據稱，

示威者已佔據班加西和另一東

部城市，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

派遣多名親兒前往清剿反對勢

力，但其中一名兒子反被示威

者圍困。

利比亞政府武
力鎮壓示威者，
據稱除了卡扎菲
幼子哈米斯（見
圖 ） 率 領 的
1,500名精銳部
隊前往班加西等
地平亂外，還帶
同大批非洲僱傭兵到班加西肆意殺
人，以恐怖手段對付民眾。據稱這
些僱傭兵在街上裝扮成普通人，但
忽然亮出機槍向人群亂槍掃射，甚
至把民眾的雙手斬掉，使當地居民
惶恐不已。

有美國外交界人士形容，利比亞
海陸空接近12萬大軍中，哈米斯旅
無論訓練及裝備都堪稱首屈一指。
軍方出動這支精銳部隊，反映卡扎
菲政府對平息示威浪潮態度有多堅
決。為確保武力鎮壓行動萬無一
失，利比亞軍方由非洲其他國家招
攬數以百計僱傭兵，把他們分批運
送到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協助哈米
斯旅完成任務。

雖然英美等西方國家以往長期把
利比亞視為政治宿敵，但有英國傳
媒揭露，英軍著名精銳部隊特種空

勤團曾經向利比亞特種部隊提供反恐技術訓
練。消息當時引起很大爭議，因為爭取北愛獨
立、長期與英軍對抗的愛爾蘭共和軍，當年所
用部分武器正好是由卡扎菲提供。

■《星期日泰晤士報》/《獨立報》

軍方空中掃射示威者 連日近4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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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顧石油利益　前言不對後語
當前，阿拉伯世界示威浪潮風起雲湧，也將西

方一些國家的虛偽面目顯露於世人面前。美國為

維護中東戰略利益，對埃及和巴林局勢舉棋不

定、進退失據；利比亞開槍射殺示威者，則將英

國政府為保全石油利益的真面目盡露無遺。

自上世紀50年代發現石油開始，利比亞豐富的

石油儲備一直是西方列強的覬覦對象。隨㠥2003

年國際社會對利比亞撤銷制裁，英國石油（BP）

和蜆殼等企業在利比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投資急

增，英國對利比亞的出口目前已超過4億英鎊

（約51億港元），且大有按年遞增之勢。

現時英國經濟境況堪憂，上季經濟錄得負增

長，當局推行緊縮政策開源節流，絕不可能輕易

放棄利比亞。英國外相夏偉林循例「譴責」事

件，引起前工黨運輸大臣、現任影子外相艾力生

強烈批評。艾力生指，英國應該「站起來譴責暴

力，為所有國家的人權發聲」。

兩黨爭相搶佔道德高地，這有趣一幕不禁讓人

聯想起2009年的另一宗事件。當時，工黨政府釋

放策劃1988年洛克比空難的利比亞特工邁格拉

希，有「陰謀論」指是英國石油向政府進行大量

游說，藉釋放邁格拉希換取了其在利比亞價值9

億美元（約70億港元）的巨額油氣開採合同。

是時，工黨政府的決定引發軒然大波。時任在

野黨領袖、現任首相卡梅倫即向對手猛烈炮轟。

但令人錯愕的是，卡梅倫上任後，旋即在去年7

月表示，不應怪責當時國會議員的決定。其表態

前後矛盾，力圖保住英國在利比亞石油利益的戰

略考量不打自招。道德標準因時間而變換，政治

立場因利益而轉移，「英式民主」在此次利比亞

動亂中又㠥實「風光」了一把。

■翟韋

巴林當局兩度武力驅
散示威者後，前日宣布
撤走部署於街上的軍
隊，數以千計反政府示
威者重新佔據首都麥納
麥的珍珠廣場，但市面
局勢比之前平靜。另一
方面，反對派定於昨日

和王儲薩爾曼會晤，要求政府總辭和商討新
憲法。分析指出，自1971年開始執政的首相
哈利法（見圖）或會下台。
反對派表示，昨日與王儲薩爾曼會面時，

將提出政府總辭、商討新憲法、釋放政治犯

及落實君主立憲制等要求。王儲薩爾曼接
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向
連日衝突的死難者親屬致以慰問，並指所有
政黨都應有權發聲。政府指有關對話已經展
開，但反對派稱政府必須保證言出必行，才
會參與對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巴林王儲晤反對派 疑首相下台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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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接連放棄盟友
沙特失望或「反㟜」

■巴林珍珠廣
場上，示威者
標語展示突尼
斯及埃及總統
下台後，下一
個輪到誰？

美聯社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懸掛㠥國王阿卜杜拉的
海報。 法新社

■「哈米斯
旅」曾接受
英軍訓練。

網上圖片

■利比亞的一名示威者與警察衝突時頭部中槍。 路透社

■利比亞電視台播放片段，領導
人卡扎菲與支持者會面。 路透社

■伊朗「阿勒萬德」號
軍艦。 網上圖片

■卡扎菲在任
超過40年，圖
為他1969年上
台的照片。


